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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寨街道
“行走的红色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
“活起来”

本报讯 在“七一”来临之际，
为强化党员责任担当，中原区林
山寨街道互助路社区组织党员走
进二七纪念塔和二七纪念堂，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共担时代使
命”党日活动，重温革命历史，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一 次 震 撼 心 灵 的 仪 式 教
育。走进二七纪念塔，一件件实
物、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将
大家带回到那个风雨如晦的年
代。青年党员在劳工律师施洋
铜像前久久伫立：“这些展柜里
的怀表、眼镜，让我触摸到了有
温度的党史。”

一场跨越百年的初心对话。
4D技术重现了施洋烈士临刑前
的场景——漫天飞雪中高呼“劳
工万岁”的声音穿透时空，让不少
党员瞬间红了眼眶：“现在我们帮
群众实现的每个‘微心愿’，都是
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一份庄重的时代承诺。活动
让党员接受了深刻的红色精神洗
礼，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辈为榜
样，为社区发展和建设共担时代
赋予的使命。

林山寨街道将持续打造“行
走的红色课堂”，激励党员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创造新
作为。
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钟宇 李彦楠

三官庙街道
“送学上门”
为老党员“加油充电”

本报讯 据悉，中原区三官
庙街道河南纺机社区党员有 106
名，60岁以上老党员占比 36%，
15 名党员行动不便，难以集中
参与党员理论学习。近日，社
区党委开展“送学上门”服务，确
保老党员理论学习“不漏学、不
掉队”。

活动开展前，社区通过走
访、电话沟通摸排老党员情况，
建立含 12 项指标的动态台账；
准备学习资料，配备笔记本、
党史手册等辅助材料；组建送
学 小 组 制 订 个 性 化 送 学 方
案 。 送 学 过 程 中 与 老 党 员交
流，询问生活状况，讲解政策。
针 对 视 力 不 佳 的 老 党 员 开 展

“一对一”诵读解读。目前已开
展 6 次活动，服务 24 人次。老
党员张大爷表示，党组织送学
上门让他及时地了解政策，心
里很温暖。

此次活动给 6名老党员送学
习资料，收集5条意见建议，解答
6个问题咨询。社区党委建立跟
踪服务机制，已协调解决 3件老
党员反映的问题，其余问题明确
责任人和解决时限。
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黄慧子

“老人吃得省心，孩子
吃得开心，上班族吃得放
心。”这是居民王老师对社
区餐厅的评价。社区结合
辖区内“老幼青壮”多元需
求，创新推出“三时段+三
菜单”模式——晨间暖胃：
为上班族提供快捷“元气
套餐”，豆浆、小粥、鸡蛋、
青 菜 等 随 心 选 。 午 间 解

忧：开设“银发优惠”与“儿
童折扣”，软糯炖菜、少油
少 盐 、荤 素 餐 点 分 区 供
应。晚间纾困：为加班族
预留“保温柜”，餐盒打包、
到家仍热。

“我们外卖小哥终于有
地方吃口热乎饭了，15元管
饱，还能歇脚充电！”快递员
小张开心地说。

本报讯 今年 6月，中原
区妇联全力推进郑州市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郑在美
好·幸福家”城乡社区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聚焦群众
需求，精准发力，为林山寨
街道农业银行社区、中原
西路街道保利心语社区、
秦岭路街道秦江社区、桐
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区、柳
湖街道三王庄村等 5 个“五
星”支部社区注入专业动
能，打造家门口的家庭教

育支持高地，切实破解家
庭教育新难题。

专业力量下沉，服务网
络立体覆盖。中原区妇联
遴选经验丰富的家庭教育
指导员入驻“五星”支部社
区家长学校，围绕居民在家
庭教育中的痛点难点，构建
起“线上+线下”全方位、立
体化服务网络。家长在线
上就育儿困惑、亲子沟通、
青少年心理等获得一对一
答疑。线下每周固定一天，

指导员在社区家长学校或
公共空间“坐诊”，开展咨询
与家庭教育知识宣传。每
两月举办一次系统的家庭
教育指导宣讲课程，内容涵
盖亲子关系构建、儿童心理
健康、学习习惯培养、隔代
教育智慧等热点，这套组合
拳确保了服务的常态化、精
准化与可及性。

聚力民生实事，让“幸福
家”汇聚幸福。专业服务的
精准落地在社区中引发积极

反响。在保利心语社区，准
妈妈李女士通过现场咨询，
解决了“孩子入园分离焦虑”
棘手难题；农业银行社区的
李奶奶则在定期宣讲中掌握
了与青春期孙子有效沟通的

“秘诀”。线上社群里，诸如
“老师推荐的共情方法太管
用了”“终于知道怎么和孩子
好好说话了”的反馈增多，专
业指导为社区注入了和谐的
暖流。
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王英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原
区桐柏路街道坚持以党建引
领为核心，创新探索治理方
案，推动党建、综治、城管等
巧妙织入“一张网”，实现“多
网合一”，着力构建“一格管
全面、一屏观全域、一网统全
局、一线通上下、一键全处
理、一融促创新、一制保安
全”的数智治理新格局。

复合式“体检”，闭环管
理固根基。街道制定网格员
巡查互查方式，实施“八定方
案检查清单+网格平台数据
核验”双轨并行，创新“相邻

交叉查、跨片循环查”动态互
查，开展“实地检查+居民访
谈”复合式“体检”。今年上
半年，组织社区（村）网格互
查 13场、城运中心牵头科室
巡查 5场，覆盖 19个重点区
域，发现问题 17件。“先进社
区既是一面镜子，更是一把
标尺。”“走出办公室，服务才
能到门口。”

创新协同治理。街道以
“融”破题，推动城管、城建、
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相关
职能部门依托“一张网”协同
作战，制定“融网”事项清单

和小微网格任务清单，让片
区协调处置、部门联动共治、
小微发现化解无缝衔接，通
过常态化联席会议、实时动
态研判机制，快速疏通和处
置 民 生 的 痛 点 、难 点 、堵
点。激发多元治理活力，新
建社区“童心聚力”：通过垃
圾分类积分赛、儿童议事会
撬动年轻家庭参与。老旧
社区“银龄生辉”：由 172 位
老党员、老教师组成的“生
姜劝阻队”及“菊姐调解室”、

“楼道板凳会”化解邻里纠
纷。“青老结对”：构建“以老

带新传经验、以新助老促融
合”共建新生态。如今，“有
问题找网格员”成为网格服
务的温暖名片。

数据赋能“专属网格”，
基层治理显温度。街道将辖
区 24 个社区（村）精准划分
为 146个三级网格、72个专
属网格，聚焦群众的烦心事，
鼓励居民随时反映问题，从
治理“旁观者”变为“参与
者”。“居民安全知晓率”测评
让群众成为“主考官”。
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高子越

“15元管饱，还能歇脚充电”

品味舌尖上的幸福味道
社区餐厅成基层治理暖心名片

从“咱这有没有老年助餐啊？”到“在家门口吃饭真方
便”，今年年初，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区广泛征集辖区民
意，发布招募通知，最终确定引进餐饮打造“大城小家”品
牌社区餐厅民生项目。从综合选址、餐厅引入到装修方案
审核及优化定价方案，历时5个多月，社区餐厅于今年6月
正式运营。以“小餐厅”撬动“大民生”，聚焦群众“舌尖需
求”，打造“全龄友好、普惠共享、安全无忧”的社区助餐服
务体系。

便宜实惠是吸引居民
纷纷前往的重要原因。“餐
厅不仅是吃饭的地方，还是
我们的第二个家。”高龄老
人焦奶奶感慨道。

社区以“普惠政策+社
会力量”构建“特殊群体折

扣享、网格员公益惠、志愿
者积分兑”的多元共享机
制。对低保户、残疾人、退役
军人等群体实行关怀折扣，
高龄老人按年龄段凭身份
证可享五至七折优惠，志愿
者服务2积分可抵1元等。

“这里的饭菜现炒现
做，干净卫生，在这里吃
饭挺安心的！”退役军人
李先生竖起大拇指。

持续经营的背后离
不开社区对食品安全的
把控。以“最严标准”守
护“舌尖安全”，构建“源
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
可防”的监管体系。严把
进货关，从餐厅与蔬菜基
地签订直供协议到审核
肉类、粮油等供应商资
质，从智控操作间安装顶
侧双吸式油烟机到食材
清洗、切配、烹饪全程留

痕。社区每月邀请市场
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
检查，组建志愿者“食安
监督团”，随机抽查后厨
卫生。

从“吃得饱”到“吃得
好”，从“有得吃”到“吃得
乐”，平安街社区用社区
餐厅一餐一饭的温度，诠
释了“民生无小事，枝叶
总关情”的深刻内涵。社
区餐厅运营至今累计服
务居民超1200人次，成为
基层治理的暖心名片。
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王郑 文/图

以“民声”为纲，织密“全龄覆盖”服务网

以“普惠”为轴，打造“多元共享”幸福圈

以“安全”为点，筑牢“舌尖无忧”防护墙

“郑在美好·幸福家”落地社区 家教难题“家门口”破解

一格管全面、一屏观全域、一网统全局、一线通上下

“多网合一”点燃网格治理新引擎

居民开心地打饭菜


